
他山之石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赵耀中 校对：刘刚艺 组版：池东

2019年7月4日 星期四06
佛山篇

6月 18日，横跨广佛两城的海华
大桥顺利合龙，实现了广州市番禺与佛
山市顺德的全桥贯通。项目负责人告
诉记者，按照当前进度，海华大桥有望
在今年10月完工通车。届时，从顺德
陈村到广州南站的时间将从30分钟左
右缩短到最快5分钟，顺德陈村与广州
番禺进入了“10分钟生活圈”。

“广佛同城，交通先行。海华大桥
的合龙，只是广佛两地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项目之一。”佛山市委副书记、市长
朱伟表示，已经走过了10年同城化建
设历程的广佛两市，将进一步深化产业
协作、加强创新协同、优化交通网络，推
动同城化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迈进，真正发挥好广州-佛山的极
点带动作用。

“我们用一台南海·港澳政务通办
自助终端就成功打破了香港和南海的
行政壁垒。”6月28日，记者在佛山采
访时获悉，被列为广东省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6个培育对象地区之一的佛山
南海区，其政务服务从“广佛两城通
办”迈入“湾区通办”新时代。

据介绍，5月30日，香港市民郑翰
衍通过南海区铺设在香港的自助服务
终端，扫描上传有关材料后，另一端的
南海工作人员远程受理并审批，在不
到5分钟的时间内在香港自助终端成
功打印并领取了注册于三山科创中心
工合空间的首张南海区营业执照。至
此，澳门、香港的企业家在当地就能办
理南海公司等业务，不再需要专程赶
到南海办理。这也意味着南海政务先
行，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跨界互通、
协同创新、深入融合迈出坚实的第一
步。

佛山市大湾区办有关负责人称，
上述目标的实现，得益于南海自主研
发的湾区通办政务系统——“市民之
窗”自助服务终端和“智能柜台”远程
办事终端。据悉，目前，香港观塘兴业
街 4 号 The Wave 大厦 9 楼和澳门美
副将大马路48号万基工业大厦6楼均
已设置湾区通办政务系统终端机。首
批开通的港澳办事功能包括商事登
记、发票查验、出口退税率查询、气象
查询、空气质量查询、企业基本信息查
询、南海人才服务、企业红黑名单查

询、营业执照打印等18项业务。
“以前办理业务需要香港、佛山两

地跑，现在方便多了！”作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郑翰衍对政务服务“湾区
通办”的便利性有着切身体会。他和
其他香港朋友期待“湾区通办”政务系
统能够尽快覆盖更多事项，让港澳市
民办事更便捷。

据了解，佛山南海区的政务服务
“跨城通办”是在广佛同城化的大趋势
下于2013年起步的。2014年，两地借
助“市民之窗”在全国率先试水自助服
务终端“跨城通办”，而且第一站放在
与本地“交界面积大且关系更融洽”的
广州荔湾区，当时设备仅可办理十余
项最简单的事项。”2016年，南海与广
州市荔湾区全国首创行政审批服务事
项在实体大厅“跨城通办”，开了国内
跨市政务服务通办先例，并作为先进
经验被写入《广佛同城化“十三五”发
展规划》。

近年来，南海不断扩大通办范围，
先后与广州市荔湾、白云、花都、番禺、
南沙等五区实现“自助终端+实体大
厅”通办。随后，南海政务服务跨城通
办延伸至江门、梅州、清远等多座城
市。近期，珠三角九市也陆续接入南
海自助服务终端系统。

截至目前，南海与广州五区实体
办事大厅的政务服务通办事项已达
1426项，与各地的“跨城通办”业务总
量正式突破100万件。

香港首次跨境办理南海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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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十年，两地关系更加
紧密。从最初的城市规划、交
通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环境
保护，延伸到金融、通讯，再拓
展到社会民生事业、政府政务
服务、科技创新合作等领域，
广佛两地相互借力、协同发
展，释放出惊人的效果。

数据最能佐证，两市地区
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1.2万
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近3.3
万亿元。GDP总量占全省三
成以上，超过了北京与上海，
对整个珠三角的发展影响深

远。
杨中认为，广州的中心城

市地位带动了佛山制造业的
快速发展，佛山庞大的民营企
业数量也部分支撑了广州的
商贸业、会展业以及服务业。
这种互补，为两地共同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产业分
工和竞争、建设世界级产业集
群提供了支撑。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
快推进的历史机遇下，广佛在
深化产业协作方面有着共同
的默契。今年初两市签署的

《深化广佛同城化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提出，广佛同城的下
一个十年剑指科创，形成“广
州创新大脑、佛山转化中心”
创新驱动区域协调有序发展
的新格局。

杨中介绍，广佛深化产业
协作，一方面充分发挥两地制
造业的优势，强强联合打造先
进装备制造、汽车、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等4
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万亿级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另一
方面要强化佛山制造业和广

州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吸引广
州的研发设计、法律会计、检
验检测等高端服务业与佛山
制造业进行对接，推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

“佛山有一个具体设想。”
杨中说，在与广州南站接壤的
佛山南海三山片区谋划建设
一个超大型综合体，吸引广
州、深圳、香港、澳门的高端服
务业到这里集聚发展，为佛山
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欲打造
成为粤港澳高端服务合作示
范区。

科创协同增强产业动能

十年来，广佛不断画出更
大的同心圆，城市面貌也焕然
一新：广州国际化大都市与佛
山岭南文化名城交相辉映，两
地既保留了传统岭南文化的
古韵，又展现出现代工商业文
明的新意，城市品质与内涵得
到双向提升；共建珠江水系湿
地公园体系成效初显，桑基鱼
塘、绿水红荔的岭南水乡风貌
再现，营造出宜居、宜业、宜游
的良好生态环境。

一个环境更加优美的优
质生态圈正在构建，两市6条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提
前两年实现整治目标，花地
河、白坭河、佛山水道和西南
涌等广佛跨界河涌水质不断
改善。此外，两市同步制定空
气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统
一标准、统一步伐，协同推进
区域空气环境治理。共同加
快燃煤电厂超洁净排放改造，
推动高污染行业向外转移。

加强新车源头污染防控，同时
从2015年 12月 31日起执行
机动车国Ⅴ排放标准。

广佛两地旅游合作也不
断深入，包括共建岭南文化、
都市风情、休闲度假、广府美
食等多元旅游产品体系，推出
多条广佛联游精品线路，推进
两地旅游市场联动、信息互
通、客源互换，继续加强赴外
地宣传推介广佛旅游品牌，携
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和游客集散地。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粤剧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曾小敏成
长于佛山、工作在广州，是广佛
同城这十年的亲历者。“广佛两
地文化同根同源，在文化领域
上应该有更多交流合作机会。”
曾小敏说，她就亲自参与推动
广佛之间的文化项目，今年计
划与佛山合作，把“红头巾”文
化搬上粤剧舞台，推动广佛两
地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共享共治优质生态圈

日前，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网站公布了全省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名单，确定了6个
地区为广东省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培育对象，其中佛山市南
海区榜上有名。

“政务同城是广佛两市开
展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和民
心工程。”杨中表示，截至
2018年底，两市公共服务逐
步实现互惠共享，可跨城通办
的政务服务事项涉及 1426
项。约百万广州人选择在佛
山居住，每天乐享便捷的“同
城”生活。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加速，5 月 30 日，南海区
的政务服务已经从“跨城通
办”升级到“湾区通办”。当
日，香港市民郑先生在香港
自助终端成功打印并领取
了注册于三山科创中心工
合空间的首张南海区营业
执照。南海政务先行，为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间跨界互
通、协同创新、深入融合迈
出坚实的第一步。

“两地没有了心理的隔
阂，市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代

表的苏荣欢有着切身体会，在
广州打工、在佛山生活是越来
越多外来务工人员的选择，不
断畅通的广佛政务互通互认，
让上班一族在社保、医保、公
积金等方面享受了更大的政
策优惠。

今年，白云区、花都区与
三水区启动了广佛跨城政务
通办，企业和个人可就近选
择到区行政服务中心申办相
关业务，不用再两地往返跑，
享受到更便捷的政务服务。
此前，顺德和番禺已尝试“番
顺通办”，随后又和南沙推出

第一批“南顺通办”事项，涵
盖卫计、药品医械、工商、人
社、文体、交通等范畴。

不久前，番禺石壁街道与
顺德陈村镇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在基础设施、环境共治、产
业合作、民生领域等多领域开
展合作共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
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部长、研究员侯永志建议，
在大湾区加快建设的背景
下，广佛同城可以在区域性
税基共享领域先行一步展
开探索。

1426项政务服务互惠共享

6月24日下午，“龙舟水”
的降临让佛山北滘新城站的
施工机器停止了轰鸣。项目
总工郑贤超告诉记者，佛山北
滘新城站是广州地铁7号线一
期工程西延顺德段的一个换
乘站，预计2021年6月底投入
使用。一旦通车，标志着广州
与佛山之间的轨道交通（地
铁）达到3条。

同城多年，交通互联互通
一直是两地合作推进工作的
首位，十年来推动落实交通基
础设施74个。环绕广州和佛
山东部的环城高速公路、龙溪
大道、广佛地铁、广佛肇城际
轨道、海怡大桥、佛山西站等
众多跨城项目相继落成，广佛
交通跨过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副局长

陈卫东表示，单从轨道交通基
础设施来说，2010年11月3日
开通的广佛线（佛山地铁1号
线）成为全国首条跨市地铁，
该线路西起佛山市新城东，东
达广州市燕岗，全长32.16千
米。其中，佛山市境内21.47
千米，车站15座；广州市境内
11.67千米，车站7座。

有了便捷的轨道交通，
“广佛候鸟”在两市早已不是
新鲜事。去年广佛线客流量
达1.2亿人次，其中往返广佛
两地的旅客量超过一半，也成
为广佛两地市民日常直接往
来的主要交通工具。据官方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佛山
居住、广州工作的人口超过
100万以上。每天上下班高峰
期，千灯湖、虫雷岗公园、金融

高新区等站点需要排队出入。
一直关注佛山公共交通

发展的佛山市政协委员、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交通规划研究
所所长曾小明认为，在推进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佛
山首先要大力加强与广州轨道
网的全面对接。从广佛两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及地
位、区位来说，佛山与广州的
轨道至少要达七八条以上，才
能实现广佛同城无缝对接。

陈卫东表示，从一条路到
一张网、一票通，两地交通设施
对接成网：轨道交通无缝对接，
共规划了11条衔接通道；高快
速路网不断完善，共规划21条
快速通道，实现30分钟交通
圈。根据规划，佛山未来还将
有9条地铁与广州相连。对于

两市的老百姓来说，往来两地
就像到邻居家串门一样稀松平
常。早上在广州CBD上班见
客户，晚上去顺德吃鱼生；或早
上爬西樵山，晚上去广州购物，
都不是难事，1小时就能转换
生活状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提速，佛山市大湾区办专职副
主任杨中表示，今后要进一步
优化同城化交通网络，推进跨
市交通基础设施、路网、桥梁
建设，重点推进广佛两市轨道
交通全面对接，争取更多的广
州地铁线路接入到佛山，争取
更多的佛山轨道交通对接好
广州的交通综合枢纽。与此
同时，佛山还要与广州共建、
共享国际的航空港、海港这两
个枢纽。

从一条路到一张网、一票通、一座城

佛山市民在乘坐广佛线（佛山地铁1号线）。

建设中的广州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德段佛山北滘新城站。

连接广州番禺和佛山顺德的海华大桥即将通车。

佛山市文华公园。


